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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事

在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溪河镇
小岗村，田间地头处处可见忙碌的身
影。记者来到种粮大户程夕兵家，他
正准备外出播种小麦，院内一大片场
地上晒满了金黄色的稻谷。

一提到订单农业，程夕兵浑身是
劲。“我流转了 690 亩地，今年拿出
110亩与县里一家粮油加工企业合作，
推行订单生产，统一水稻品种，按要
求使用肥料、农药，确保粮食品质。”
他说，“水稻亩产量约1100斤，每斤要
比市场价高0.15元左右。”

记者在小岗村走访发现，订单农
业已经成为这里的“新时尚”，北大荒农
服集团凤阳小岗农业服务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闫大明也是践行者之一。他
在小岗村打理着580多亩地，收完水稻
后，这些天正忙着播种小麦、油菜。

闫大明带着记者参观生产基地，
风吸式杀虫灯、物联网环境数据采集

仪等新装备遍布田间，通过大数据分
析，可以指导科学生产和绿色种植。
闫大明说：“今年的秋粮生产中，我们
与粮油加工企业合作，第一次全面种
植优质稻品种，亩产量约1200斤，订
单回收价是每斤1.42元，一斤比市场
价要高0.1元多。”

不仅在滁州市凤阳县，记者在蚌埠
市怀远县、芜湖市繁昌区等地走访时也
了解到，各地积极组织谋划，引导粮农
粮企“结对子”，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
机制，提高粮食加工企业竞争力。

在芜湖市繁昌区峨山镇沈弄村，
种粮大户汪军将刚刚收获的水稻装
车。尝到订单农业甜头的他，今年扩
大了订单种植面积。

“去年我从流转的1400多亩地里拿
出110多亩地来种植订单水稻，一季算
下来，收益挺不错，今年我把订单种植
面积扩大到约630亩。”汪军告诉记者，

他与当地一家大米加工企业合作，企业
以每斤高于市场价约0.4元进行回购。

在汪军看来，推行订单生产模
式，农户和企业可以实现深度合作、互
惠共赢，企业能收购到高品质粮食，农
户也能卖个好价钱。“收入有了保障，我
就有了动力，可以把精力更多放在种地
本身，努力多种粮、种好粮。”

订单农业也受到粮企的青睐。作
为一家专业从事水稻深加工的企业，
安徽省蒸谷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为确
保原粮的稳定供应，提升粮食品质，
也积极探索与粮农“结对子”。

安徽省蒸谷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严伟龙介绍，该公司与安徽合
肥、滁州等地经营主体合作，建立了
4万多亩优质水稻基地，严格按照优
质水稻生产规程要求，实行订单生
产。同时，双方在回收价格上约定高
于市场价，保障了粮农的种粮效益。

“这几年公司发展步入‘快车道’，今
年产值预计比去年增长超20%。”

此外，部分金融机构创新金融服
务，为订单农业、产业兴旺保驾护
航。凤阳农村商业银行小岗乡村振兴
支行围绕乡村产销融合，创新推出

“订单贷”。对此，该支行行长王帅向
记者介绍：“有的企业在收购、加工等
环节存在资金需求，我们搭建金融服
务平台，可以支持企业发挥产业带动
能力，积极推广订单农业，畅通农产
品产销渠道。”

“截至目前，我们已向3家农业龙
头企业授信0.6亿元。”王帅说，“产业
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下一
步，我们还将结合订单农业双方发展
特点，创新金融服务，更好地助力乡
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 姜刚 朱青 赵金正

（新华社合肥11月14日电）

“收入有了保障，我就有了动力”
——安徽多地粮农粮企“结对子”发展见闻

11 月 13 日，在大港油田旗下板南
储气库，操作员工在白 6-1 井进行开
井采气作业。
这标志着大港油田今冬正式开始向北
京及周边地区开井供气，总共预计将
有92口井投入采气生产。

新华社发

开井供气

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国际局
势愈加错综复杂。今年以来中国和欧
盟经贸与投资合作延续增长势头，推动
双边关系行稳致远，为世界经济发展带
来更多稳定性和新动能。

互惠互利 行稳致远

“‘脱钩’是完全错误的道路，德国
必须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开展
贸易”“欧中贸易关系需要更多的平衡
和互惠，欧盟应继续以务实的态度与中
国接触。”德国总理朔尔茨、欧盟委员会
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近日接连
就欧中贸易积极表态。

中欧互为重要经贸合作伙伴，优势
互补、互利共赢。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
形势和层出不穷的风险挑战，中欧经贸
合作逆势上扬，结构不断优化，呈现出
强大的韧性、活力和潜力。

去年，中欧贸易额首次突破8000
亿美元，双向投资规模累计超过2700
亿美元。今年1月至8月，中欧贸易总
额为5752.2亿美元，同比增长8.8%；欧
盟对华投资同比增长120%以上。

以欧盟第一大经济体德国为例，今
年前 8 个月，中德贸易额达 1550 亿美
元；截至今年8月底，双向投资存量超

过550亿美元。杜伊斯堡港口集团首
席执行官马库斯·班恩表示，德中经济
合作广泛，过去50年德中之间的成功
合作令双方均受益，期待今后双方不断
拓展合作。

罗兰贝格全球管理委员会联席总裁
戴璞说，2022年，世界经济环境日趋复
杂，通货膨胀、能源短缺及供应链扰动加
剧世界经济下行趋势。在此背景下，中
欧经贸合作依然延续增长势头，在拉动
世界经济复苏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稳定供给 助力发展

在世界经济遭遇疫情、地缘政治冲
突等多重冲击的背景下，2021年，中欧
班列开行量和货运量再创历史新高，全
年开行1.5万列，运送146万标箱，比上
年分别增长22%和29%，有效缓解疫情
冲击。

中欧班列是中欧合作的重要里程
碑，既有助于外贸降本增效，也带动了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成为畅通
中欧贸易的“稳定器”和“加速阀”。德
国汉堡港营销协会负责人阿克塞尔·马
特恩指出，中欧班列有效运行，对保障
供应链安全起到重要作用。

中欧班列目前共铺画82条运输线

路，通达欧洲24个国家200个城市，运
输货物品类涉及衣服鞋帽、汽车及配
件、粮食、木材等53大门类、5万多种品
类，为稳定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作出了突
出贡献。

作为中欧班列进入欧盟的重要门
户，匈牙利见证着中欧班列的蓬勃发
展。匈牙利MAV-REC铁路工程有限公
司总经理乔莫什·诺贝特说，中欧经贸
发展让匈边境小镇扎霍尼成为中欧供
应链上的重要节点。中欧班列拉动了
当地经济，物流公司和运营商比以前更
加关注扎霍尼，越来越多的中企考虑在
匈投资并在此建立欧洲基地。

共迎挑战 惠及世界

今年9月，中国动力电池制造商宁
德时代在匈牙利工厂项目正式启动。
比亚迪、蔚来、小鹏等中国车企正大力
开拓北欧新能源汽车市场；中广核欧洲
能源公司运营的风电场成为法国小镇
旅游地标；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整合
风能、太阳能和氢能等技术，帮助马耳
他建设“零碳岛”；中国物流平台菜鸟网
络在欧洲启动七个分拨中心，运营超过
10万平方米的出口海外仓……

近年来，中欧经贸关系在多领域向

深层次发展，打造绿色、数字等合作新
亮点。

法国商务投资署中国区总监帕斯
卡尔·贡德朗表示，中国是法国最重要
的亚洲投资者，涉及能源、电动车、医疗
健康、数字经济和基础设施等领域。法
国拥有创新经济、欧洲交通枢纽等优
势，中法在第三方市场投资合作发展空
间巨大。

德国宝马集团董事长齐普策说：
“德中两国有着明确的共同目标：即充
分利用两国最先进的技术，实现产业精
益和数字化。我们将携手为世界开发
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推动经济增长、促
进行业繁荣。”

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
拉米指出，鉴于气候变化给环境带来灾
难性影响，欧盟与中国可以在减碳方面
携手共进、造福人类。

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表示，当今全球
形势日趋复杂，中法、中欧必须紧密合
作，共同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促进世
界繁荣和发展不断努力。针对第三方
市场开展投资，有利于实现发展和环境
保护的双重目标。政府与企业携手努
力，共同助力实现全球发展愿景。

新华社记者 康逸 朱晟 刘芳
（新华社布鲁塞尔11月14日电）

包容互鉴，中欧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行稳致远

“危机”二字对希腊老人赫里斯托
斯·瓦西洛普洛斯来说并不陌生，但三
年来接连发生新冠疫情和能源短缺，让
这位82岁的老人切切实实感到不知所
措。在2018年结束的那场持续近十年
的希腊债务危机中，哪怕养老金被削减
25%，他都不曾如此悲观过。

瓦西洛普洛斯说，自己没有感染过
新冠病毒，可他的很多老朋友并没有这
么幸运。希腊国家公共卫生组织最新
数据显示，疫情暴发以来，全国新冠死

亡人数约3.3万，平均年龄80岁。
如今，疫情影响未消，能源危机又

至。欧盟盲目追随美国对俄罗斯施加
多轮制裁，包括寻求摆脱对俄油气依
赖，导致欧洲能源供应紧张、价格飞涨，
企业运营和民众生活承受重压，经济衰
退风险进一步加剧。

数据显示，9月希腊天然气价格同
比上涨332%，取暖油价格上涨65%，电
力价格上涨30%。屋漏偏逢连夜雨，老
年人作为弱势群体，既要防范疫情，又

要精打细算维持生计，处境愈发艰难。
希腊老人的境遇在欧洲并非个

例。这个冬天，根据法国政府的节能要
求，东部城市第戎附近一家养老院将把
供暖温度下调1至2摄氏度，养老院活
动大厅的室温最高只能维持在20摄氏
度。102岁高龄的苏珊无奈地说：“我会
多穿一件毛衣，只能如此。”

在冬季特别寒冷的法国阿尔萨斯
地区，问题更为严重，急剧增长的能源
开支让下莱茵省圣皮埃尔养老院管理

层举步维艰。院长勒贝尔·阿比·卡纳
安表示，明年天然气费用将高达20万
欧元，这还不包括电费上涨和通胀带来
的其他支出。

住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南郊的
老人彼得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每月靠
4200 瑞典克朗（1 美元约合 12 瑞典克
朗）的福利救济生活。随着能源价格攀
升，生计变得难以维持。

新华社记者 于帅帅
（新华社雅典11月13日电）

欧洲老年人为疫情能源双重危机所困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4 日电（记者
李延霞）为支持优质房地产企业合理
使用预售监管资金，防范化解房地产
企业流动性风险，促进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中国银保监会、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14日联合发
布通知，指导商业银行按市场化、法治
化原则，向优质房地产企业出具保函
置换预售监管资金。

《关于商业银行出具保函置换预
售监管资金有关工作的通知》指出，
监管账户内资金达到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门规定的监管额度后，房地产企
业可向商业银行申请出具保函置换
监管额度内资金。商业银行可按市
场化、法治化原则，在充分评估房地
产企业信用风险、财务状况、声誉风
险等的基础上进行自主决策，与优质
房地产企业开展保函置换预售监管
资金业务。

通知要求，保函仅可用于置换依
法合规设立的预售资金监管账户的

监管额度内资金。置换金额不得超
过监管账户中确保项目竣工交付所需
的资金额度的30%，置换后的监管资
金不得低于监管账户中确保项目竣工
交付所需的资金额度的70%。此外，
通知要求商业银行合理确定保函期
限，确保与项目建设周期相匹配。

通知要求，商业银行在出具保函
置换预售监管资金时，要参照开发贷
款授信标准，选择经营稳健、财务状
况良好的优质房地产企业。保函额
度全额计入对房地产企业及其所属
集团的统一授信额度。要通过保证
金、房地产企业反担保以及其他增信
措施，防范保函业务风险。

通知要求，房地产企业要按规定
使用保函置换的预售监管资金，优先
用于项目工程建设、偿还项目到期债
务等，不得用于购置土地、新增其他
投资、偿还股东借款等。房地产企业
要按约定承担监管账户内的资金补
足义务，确保项目建设资金充足。

三部门允许商业银行与优质房地产企业
开展保函置换预售监管资金业务

新华社上海 11 月 14 日电（记者
孙丽萍）记者从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
获悉，日前落幕的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上，佳士得、苏富比、富艺斯等9
家境外展商的37件文物艺术品达成购
买意向，总成交额达4.9亿元人民币。

第五届进博会将文物艺术品纳
入消费品展区。据悉，在已经交易

“落槌”的展品中，既有张大千《摩登
女郎》、黄宾虹《苕溪渔隐》、傅抱石《赤
壁泛舟》、林风眠《大丽花》等东方艺术
家作品，也有马克·夏加尔《巴黎的天
空》、爱德华·蒙克《藤椅上的模特》、班

克斯《爱在空气中》等西方佳作。
据介绍，进博会对艺术品、收藏

品及古物类展品实施“5 件免税”政
策，迄今已延续3年。通过进博会平
台，国际文物艺术品进境展示和销售
呈现常态化趋势，而国际文物艺术品
交易日趋成为进博会亮点。

上海正在加快建设国际重要艺
术品交易中心。根据《上海文物艺术
品市场年度报告（2021）》，2021年上
海文物艺术品市场总交易额达354亿
元人民币，在疫情背景下仍比前一年
实现5.4%的增长。

4.9亿元！

进博会文物艺术品交易“落槌”

11月13日，在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当选总统娜塔莎·皮尔茨·穆萨尔
在选举总部向媒体发表讲话。斯洛文尼亚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13日晚结束，
独立候选人娜塔莎·皮尔茨·穆萨尔以54%的得票率战胜对手，当选斯洛文尼
亚历史上首位女总统。 新华社发

穆萨尔当选斯洛文尼亚首位女总统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4 日电（记者
黄垚）据中央气象台预报，15日至18
日，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大部、华南西部
等地将有一次明显降雨过程，部分地区
有大雨或暴雨。此次降雨过程覆盖了
之前出现气象特旱的贵州、湖南、江西、
广西等地，有利于缓和当地旱情。

据介绍，未来10天高原系统活跃，
南支槽东移，有利于水汽输送至我国，
南方地区久旱少雨的局面将被打破。

以目前旱情最为严重的湖南为例，
8月以来气象干旱迅速发展，多地持续
无降雨日数超过60天，降水为1961年
以来同期最少，气温为1961年以来同期

最高。全省有95个县（市、区）为特旱，
占全省面积的78%。预计本次降雨过
程可为湖南中南部带来30至50毫米
降雨，湘南局地降雨量60至80毫米。

预计16日将是此次降雨过程中
降雨最强的一天，江淮西部、江南中
东部和南部、华南北部和西部、台湾
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
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北部、
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

气象专家提醒，此次降雨过程有
利于缓和江南、西南地区等地旱情，
相关部门可抓住有利时机做好人工
增雨作业。

江南等地降雨过程将利于缓和旱情

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李国
利 邓孟）记者14 日从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天舟四号
货运飞船将按计划于 11 月 15 日受

控再入大气层，飞船绝大部分将
在再入大气层过程中烧蚀销毁，
少量残骸将落入南太平洋预定安
全海域。

天舟四号货运飞船将于
11月15日受控再入大气层


